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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教学研究三论 ①

王伟文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公共部，湖南 岳阳４１４０００）

摘　要：大学教学的主要场所是课堂，课堂教学的主体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改革和常规教学中，教师如何上好课

是一个必须完成的战略战术任务。将思想列为课堂教学的灵魂，将学术视为课堂教学的火种，将结构用作课堂教学的方

法，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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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思想是大学课堂教学的灵魂
思想是抽象世界里的精神太阳，无所不在。这里所说的课堂教学要有思想，是针对所有课堂教学而

言的，思想是课堂教学的灵魂。

课堂教学要有哲学思想。哲学思想存在于各门课程之中。对世界的看法，对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

看法，我们习惯于听别人怎么说，组织怎么讲，唯独把自己排斥在外。当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都淡出后，就

没有个体的位置了。而个体是哲学思想的根基。众所周知，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科学体系，也都有

自己的哲学体系。如今我们的课堂教学可能会让学生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哲学的，马克思是怎么哲

学的，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对各门课程的哲学思想更是不知所云，因为很少有教

材说到这个问题，也很少有老师讲到这个问题。其实，各门课程体系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逻辑体系

则是没有浮出水面的巨大存在。逻辑体系就是要看其逻辑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经

常说数学是铁的逻辑，那是等于告诉学生，你必须顺着逻辑关系判断推理论证，这样才会掌握真的知识

体系［１］。有哲学思想的照耀，人就会独立思考主动思考，就会坚定追求真理的信念，成为知识的主人，

反之则会成为知识的奴隶。

课堂教学要有专业思想。有多少门专业课程，就有多少种专业思想。有多少人讲专业学专业，就有

多少专业思想。问题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已从基础教育蔓延到高等教育，弄得大家只知道讲知识点，只

去考试得分数过关。加之就业基本与专业不挂钩，故专业思想在课堂教学中难觅踪影。如今大学生专

业意识淡薄，专业观念淡薄，专业追求淡薄，在选专业时，都选容易过关好学的，在专业实验或实践时，都

喜欢动手抄而不动手做，在做论文设计时也是以粘贴复制为主。大学四年，几乎没受过良好的正规专业

训练。由于没有专业思想的引领，很多学生沉溺网游成为地道的网虫，很多学生沉醉于情感世界不可自

拔，荒废学业，很多学生生活在空虚中混混噩噩。应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专业思想教育缺位息息

相关的。因此，老师在课堂上一定要展开专业激励。所谓专业激励，说白了就是事业激励。学工科的要

当科学家，学土木的要成为建筑师，学化工的要成为发明家，学法学的要成为大法官，如此类推，各专业

都有自己的专业目标，培养目标，以此刺激大学生，让他们去追求理想，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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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学术是大学课堂教学的火种
大学是学习的沃土，也应是学术的沃土。大学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还应是学者。在西方，一般

是把教授和学者混为一体的，在中国，教授至少是个有学问的人。然而，当下的国内大学，教授仅仅是一

种职称或是一种职务，与学术很难完全挂钩。尤其是在课堂上讲课的教授，基本上是一个教书匠。而在

搞科研学术的教授，则很少出现在课堂上。于是，一个奇怪现象出现：我们的大学课堂教学基本上无学

术可言。

问题在于，我们的课堂教学没有播种学术之火。如今的大学课堂，酣然入睡的如入无人之境，拍拖

的成双成对旁若无人，准备考研的沉迷英语或翻阅指定书目，真正听课的微乎其微。老师想与学生互动

也不可能，站起来的学生哑口无言或牛头不对马嘴。这样的境况不仅仅出现在重复的基础课政教课，连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也不可幸免。学生总觉得所开的课程没有作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老师也不能

回答学生的疑惑。于是，老师就照本宣科地念经，即使运用多媒体也是照样画符，完成任务了事。学生

虽说有作笔记的，但大多是抄笔记抄作业抄实验报告。到期末，老师把复习提纲重点一划，学生就去花

一周时间背提纲，要知道他们是应试考试的高手，不用说，很多人能顺利过关。皆大欢喜的结局是４年
所获甚少。

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加大学习压力，增重学习负担，推动学术创新。首先，在课堂上给学生

以学术启迪，学术引路从课堂开始。要想给学生以学术引路，老师必须先有学术攻关。没有自己的学

术，怎能给学生以学术？很多老师错误地认为，教材无学术。许多老师的学术研究也是与所教专业无关

的。那就是在为职称而学术。大学老师的标志就是有学术功力，能做开拓性的研究。一般而言，任何一

门学科，都是学术的结晶，且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一个人一旦找到一个路径，就可穷毕生精力而追求

之［１］。知识的海洋光怪陆离，学术的殿堂魅力无穷，进入其中就会乐此不疲。老师要当好学术引路人，

这点特别重要。

其次，在课堂上老师要布置学术任务。学术有低层次的，也有高层次的。大学生不可能一下子就去

研究高深课题。学术研究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过程。不打好基础，要从事学术也难。布置学术

任务的好处是，激励学生去读书，去作实验，去搞田野调查。还能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思考与学术有关

的事。开动脑筋搞学术研究，学生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就会自觉主动地去学习。带着问题学，是最能

掌握知识的；为着学术学，是最好的学术训练。这样就会使轻松不再，而学习生活也会变得充实。

学术的薪火传承是有讲究的，学术的环境需要营造。目前大学阶段的学术氛围不浓，非学术活动成

为大学生的主体活动，这与老师没有带领指导学术活动有关。所以，老师一方面可以单打鼓独划船去搞

科研，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该给学生以课题或项目，既传帮带，又放手让学生独立去攻关。人的潜在能

量很大，发掘得好，很多大学生将会脱颖而出。把学术活动从课题转移到课外，大学校园里的学术活动

就会蔚然成风，大学生学习也会生龙活虎。在学术领域龙腾虎跃，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３　结构是大学课堂教学的方法
一堂课的结构是管总的，内容结构自然至关重要。不管是理工类抑或文法类，即使是音体美的课

程，都是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大的结构存在，这是固有结构。但并不是有了这个教材上的结构

就可高枕无忧。很多老师不太注重结构问题，认为重新结构大可不必。所以他们就顺着教材的顺序一

讲到底。很多都是讲到哪算哪，讲完算数。殊不知，一个大结构是由无数小结构组成的。如何把这些小

结构变成一堂课的结构，是一项创造性劳动。必须科学安排，合理布局，在一个教学单元内，把概念表述

清楚，把论据来龙去脉摆得一目了然，把重点难点安排妥当，用时间段来框住，使一堂课浑然一体。这样

还不够，结构只是一个框架，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结构再美也吓人，只有框架没有装饰再好也是毛坯。所

以，会讲课的老师就是一个包装师，他会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结构进行装饰。因此，增补一些前沿的

科学进展内容，或介绍一个与内容相关的科学家，或讲述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或指出一个有待进入的

学术空间，都将使这堂课的结构光彩夺目［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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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课的形式结构也很重要。课堂教学的内容可能不变，但课堂教学的形式是一定要变的。虽说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可影响内容。因此，形式结构更具个性色彩，更具私有意义。结构私有，说的就

是形式结构。一个人的私有化的东西越多越好。所以，不同的老师在三尺杏坛上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这取决于他所创造的形式结构不同。课堂教学的形式看起来很简单，就是老师在那里说、板书、提问、解

答，或运用多媒体教学，学生则在下面听、作笔记、回答问题、或作其他的事。但由于课程内容有思想、有

知识、有疑难，是一种智慧游戏。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有好的形式，教室里的氛围轻松和谐，老师可以眉

飞色舞，学生可以如沐春风。反之，讲课的喉干舌枯身心疲惫，听课的东倒西歪味同嚼蜡。目前状况是

后者多于前者。这是因为，很多老师由于出现职业疲劳，已失去以往的激情，不太讲究教学的艺术形式，

更谈不上精心营造，经营教学。而受扩招的影响，九零后的学生不太会主动学习，整个教室里讲课的辛

苦，听课的也辛苦。事实上，教学是智慧的博弈，是形式的比拼，出新是稳操胜券的法宝。而形式是没有

规律可循的，只能因人而宜因时而宜，幻想一劳永逸的形式没有。不过，谁能创造出独有特色的教学形

式，谁就能笑傲讲坛。

一堂课是由师生共同完成的，结构中要有学生参与的内容。在一堂课中，老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

学的主体，两者合起来教学相长。有的老师在构思教学时，考虑得多的是如何开头如何进入如何板书如

何提问如何有条不紊，都是从教师这一维着想的。虽说驾轻就熟，但却不能如鱼得水。是因为没有为学

生一方着想。只有一方的主动，没有另一方的主动，教学气氛不会活跃。困难在于，大学老师与学生虽

然在一个教室里，但彼此都很陌生。学生不了解老师，老师更不了解学生。学生不知道老师何姓，老师

不知道学生何名。由于学生多，老师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不了解情况，就不能针对实际对症下药。

学生那一维缺位便在情理之中。自然，也有人考虑到学生的在场，有过为他们的设计。但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学生根本不配合，站起来回答要么一声不吭要么懒洋洋毫不在乎或敷衍了事，让老师哭笑不得。久

之，就不再理会学生，只顾自己讲。显然，这样的教学是有毛病的，是没有质量可言的。大学课堂的互

动，更多的是思想的互动，学生有没有自己的思考，有没有求解的欲望，有没有钻研的冲动，有没有创造

的激情，这是高级的内在互动。一堂课要是把学术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变被动为主动，那才

是真正的成功［３］。

一堂课的结构重要，但其功夫却在备课。教师上课，为的是学生学懂弄通。为此而使尽浑身解数。

大学的课堂教学，既是知识的教学，也是思想的传道，还是学术的传播。如今衡量教学结构好不好，并不

是谁会讲谁的教学结构就好，有嚼头的课一样受人喜欢。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备课是一个重要环节。谁

备课下了功夫，效果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一本书教一本书，教案几十年不变，而有的人博采众长集思

广益，不断更新，两者差别很大。没有智慧勤劳和汗水的付出，就不可能有精彩的教学。做好课堂以外

的事，是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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